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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丁霞 通讯员 董秀娟 报道
　　本报讯 “小周，你来得正好，我
这几天头疼，刚找出药来准备吃，你帮
我看看吃几片，都是去年剩下的药。”
泊里镇新泊村网格员周梅走访到封家
官庄村封照平奶奶家时，封奶奶找出
药来正打算吃。
　　周梅看了一下药品保质期，发现
已过期近半年。“闺女啊，幸好你来了，
要不我就吃下了。”封奶奶有点儿后怕
地说道。周梅顺便把封奶奶的药全部
检查了一遍，发现绝大多数药都已经
过了保质期，又查看了一下封奶奶存
放在柜子里的食品，也发现了几袋过
期的点心。
  周梅意识到过期的药品和食品存
在安全隐患，立即向镇社会治理中心
反映了这一情况，工作人员第一时间
在专职网格员群里通报了此事，提醒
大家近期入户走访重点关注独居老人
的药品食品安全问题。

独居老人食药安全
网格员上门来把关

泊里镇

  □本报记者 董梅雪
　　本报通讯员 刘尚娟

　　近日，珠海街道社会治理网格员孙
艳接到了一个电话，一名男子在电话里
不停地道谢，感谢她帮助自己回到家。
　　原来，前几日，孙艳在珠海街道大
荒村开展日常巡查工作时，袁大路旁
一位蓬头垢面、疑似流浪乞讨人员的
大叔引起了她的注意。
　　“我看到他时，他正沿着路边不断
翻找垃圾桶，神情恍惚。”孙艳回忆说。
她立即上前询问，了解到这位大叔姓
桑，江苏省连云港市人，年前通过非法
中介在青打工干杂活，老板欠薪跑路，

万般无奈，只能靠乞讨捡拾垃圾维持
生计，准备走回连云港老家。孙艳和
同事悉心询问大叔身体有无异样，并
将详细情况上报给辖区网格长和社会
治理中心的负责人。核实相关信息
后，大家决定暂时将桑大叔安置在大
荒村村委办公室，孙艳给桑大叔买来
面包，倒上热水让他先充充饥，等待上
级部门进一步协调处理。经与街道民
政部门协商后，决定将桑大叔送至北
高家庄救助站，协调其回家事宜。
　　到达救助站后，孙艳协助大叔登
记信息，带领他来到休息间，并为之端
来热气腾腾的饭菜。桑大叔热泪盈眶
地念叨：“姑娘啊，太谢谢你们了，我这

是遇到好心人了！”。随后，网格员通
过救助站工作人员了解到，要先对桑
大叔进行核酸检测，若无异样即可帮
桑大叔购买返乡车票回家，或者派专
车送大叔回乡。就这样，大叔返乡之
路顺利开启。第二天网格员孙艳收到
已成功返乡的桑大叔的报平安电话。
　　珠海街道秉承“主动发现，走访排
查，部门联动”的工作原则，全力开展流
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定期对辖区
内的特殊人员进行专项排查，“拉网式”
搜寻和救助流浪乞讨人员和露宿者，为
流浪乞讨人员“织密”救助网，实现救助
管理“无缝”衔接，切实维护流浪乞讨人
员的合法权益。

精准培训 定向就业 送岗到家
琅琊镇多措并举促进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

爱心接力助流浪者回家
珠海街道部门联动为流浪乞讨人员“织密”救助网

黄岛街道

受伤老人出门不便
网格员跑腿帮采购

  □记者 丁霞 通讯员 宋飞 报道
　　本报讯 近日，黄岛街道社会治
理专职网格员李文芹和王宝花帮助网
格内独居老人采购生活必需品，解决
了老人的生活难题，老人拉着网格员
的手连连称赞。
　　当天上午，黄岛街道高岛路社区
专职网格员李文芹正在统计网格内居
民疫苗接种情况时，收到长兴岛街79
号楼独居老人王永芬的微信：小李呀，
有点事想请你帮忙。网格员李文芹上
门后了解到：独居的王永芬老人摔伤
了腿，出门不方便，希望网格员能帮她
采购一些生活用品和食材。李文芹将
情况反馈至网格长后，网格长让网格
员王宝花与李文芹一起为老人采购所
需物品。两名网格员安排好手头上的
工作，拿着购物清单，2小时就顺利完
成采购任务，将所购物品送到了老人
家里。

  □本报记者 梁玉鹏
　　本报通讯员 董雪

　　“我从‘智慧琅琊’公众号上了
解到招聘会的信息。”近日，丁石洼
社区居民王本有一直忙碌地穿梭在
招聘会现场。3月份以来，琅琊镇先
后举办了8场“线上+线下”复工复产
招聘会。据不完全统计，1200余名
求职者们走进各企业设在镇便民服
务中心的招聘点咨询岗位信息。

张家楼街道

  □记者 梁玉鹏 报道
  本报讯 为建设一支高素质有
担当的社会治理队伍，提高社会治理
队伍专业化水平及处理实际问题的
能力，近日，张家楼街道举办了社会
治理专题培训班，各村党委书记、网
格支部书记、新村社会治理服务站全
体成员、社会治理专职网格员参加了
此次培训。
  据了解，此次培训班为期一天，共
七节课程。张家楼街道社会治理中心
邀请新区社会治理中心、新区医保局、
青岛理工大学、青岛信公律师事务所
的相关专家、律师为大家带来了精彩
的授课。
  接下来，张家楼街道将继续整合
资源，面向社会治理队伍开展形式多
样、内容丰富的专业素质和业务提升
培训，推动街道社会治理工作再上新
台阶。

开展社会治理培训
提升专业素质能力

　　村民正在参加惠民工厂加工
项目培训。□记者 梁玉鹏 摄

▲

提前摸底调查
精准匹配求职需求

　　“来到招聘会，觉得鲁海丰待遇非
常不错，还离家近，一点也不比外地企
业差。”家住刘家崖下村的刘洪涛，去
年参加镇上组织的免费技能培训取得
了叉车证，之前一直从事渔业捕捞，收
入不稳定，这次通过招聘会，成功入职
了鲁海丰冷链物流有限公司，一同入
职的还有丁石洼社区的石发润，提到
未来的工作前景，他们两个人信心
满满。
　　为能精准匹配求职需求，举办此
次招聘会前，该镇便民服务中心利用
一周的时间，提前开展了企业用工需
求调查和闲置劳动力摸底调查，共摸
底有就业需求的劳动力657人，整理有
招聘需求的企业43家，提供了技工、普
工、餐饮服务、质检等1200余个岗位。
  接下来，该镇还将与周边镇街、区
相关部门加强对接，精准收集就业岗
位信息，实现企业用工和农民工就业
双赢。开春以来，该镇已有260多人
达成就业意向。同时，该镇每周都向
全区的企业收集岗位需求信息，在“智
慧琅琊”公众号发布招聘信息，目前已
累计让全镇400余个农村劳动力走上
了心仪岗位。丁月兰是翟家屯村的一
名村民，平时她在家务农，空闲的时候
就会去村委了解最近的招工信息，有
合适的岗位，就利用空闲时间做其他
工作增加收入。

开展精准培训
打造惠民就业新模式

　　记者了解到，结合新区会议部署，
琅琊镇党委政府把精准技能培训、促
进农村闲置劳动力就业作为今年的重
点工作，全面梳理镇内闲置劳动力的
情况，建立村级后备人才库，并开始安
排镇内惠民岗位，就地解决了一批有
劳动能力的村民最迫切的就业问题。

“目前镇内有劳动意愿的村民很多，除
了一千多个能实现全日制工作的村民
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村民想利用闲暇
时间就近打零工增加收入。”镇便民服
务中心主任李世秀告诉记者。综合考
量镇内不同的就业需求，该镇乡村振
兴工作队在砚台地、翟家屯等村探索
打造了家庭式惠民就业模式，在相关
网格村委办公室设立培训工厂，采取
边培训边工作、按件计费的方式，解决
了近百名闲暇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家庭式惠民就业模式在试行期间
就获得了不错的反响，前期该模式已
培训60余名学员，已有40余名学员通
过了培训，并且已经取得了收益。随
后，该镇又积极对接相关企业，引进更
多更好的乡村振兴工作项目，使村民
实现家门口就业，帮助村内年龄大、无
收入来源的村民走出就业困境。“我们
将通过精准培训，实现农村劳动力就
近就业，更好地为群众就业务工、为企
业发展提供优质服务。”琅琊镇乡村振
兴工作队队长李春叶说。

盘活闲置资源
助农民就近就地就业

　　据了解，海信、海尔、澳柯玛等企
业的遥控器生产线将从厂区搬迁至琅
琊镇内的8个村庄，并进行升级，现已
开始进行首期5个村庄的项目建设工
作。此外，工作队还引进外资建设高
端首饰加工生产线，盘活琅琊镇闲置
土地、房屋等资源，组织周边群众利用
碎片时间就近就地就业，达到企业降
成本、镇街增财源、村集体和村民双增
收的“三赢目标”。
　　据悉，本次引进的乡村振兴惠民
工厂项目投资方拟在琅琊镇投资5870
万元，建设11条表面贴装工程生产线，
35条遥控器组装线，1条高端首饰加工
生产线。目前，该项目已于3月24日，
由镇主要领导牵头完成集中签约仪
式，预计马上即可开工建设，该惠民工
程全部达产后将达成年产1亿支遥控
器，360万件（套）高端首饰的生产能
力，产值1.5亿元以上，预计年利税550
万元，能够帮助600多名周边群众实现
家门口就业，实现对琅琊镇村庄的全
覆盖。
　　前不久，该镇针对该惠民工厂的
招工需求，面向全镇举办农村劳动力
就业技能精准培训暨乡村振兴惠民工
厂岗前培训班，对有就业需求的320名
群众进行培训。这些群众完成培训且
达到合格标准后，就可根据个人意愿，
赴企业或乡村振兴惠民工厂上岗就业。


